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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再多4宗麻疹確診個案，當中一
名患者是瑪嘉烈醫院放射師，是今次疫情中
首位中招的醫護。醫管局透露，他曾接種兩
劑麻疹疫苗，最近沒有外遊及到機場的記
錄。局方正追蹤與患者有接觸的醫護。
醫管局透露，該名23歲放射師健康記錄

良好，自本月1日發燒及出疹，目前在瑪嘉
烈醫院接受治療，情況穩定。院方正追蹤

及篩查與他有接觸的

人士及員工，並按既定程序為有需要的員工抽血，
確定對麻疹的免疫力。

國泰貨運站員工確診麻疹
連同這一宗個案，昨日新增4宗麻疹個案，令今
年至今累計錄得40宗確診個案。昨日另外3宗新增
個案全部均是在機場工作的男子，包括一名在國泰
貨運站工作的23歲男子，他報稱曾接種麻疹疫
苗，於潛伏期或病毒傳染期均沒有外遊。

不過，有消息指他上星期曾到過國泰城5樓受

訓，該處早前已有國泰職員確診感染麻疹。
國泰航空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已安排清潔承辦

商徹底消毒有關該員工的工作區域、升降機及公眾
地方，稍後亦會通知在附近工作或曾與病人接觸的
職員，提醒他們檢查有否出現麻疹症狀。
其餘兩名新確診患者為23歲機場保安及29歲機

場外幣兌換店的客戶服務員，他們同樣未曾於潛伏
期或病毒傳染期間外遊，現時情況均穩定。
不過，染病的機場外幣兌換店職員在上月23日
至29日的病毒可傳染期間曾到過多個公眾場

所，除他工作的機場一號客運大樓外，他最先求診
是嘉湖醫務所，亦曾到過荃灣大河道「沙嗲王」、
天際100及中國旅行社旺角分社。
衛生防護中心發言人指，麻疹的潛伏期長達21

天，呼籲到過患者曾出沒地點的市民留意自己是否
有發燒、出紅疹等病徵，「當出現相關病徵，應戴
上外科口罩，避免前往人多擠逼的地方，盡早向醫
生求診及告知醫護有麻疹接觸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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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開心 病人快樂

再多4人「發麻」首見醫護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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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國際肺癌權威，應該無人
不曉莫樹錦。「百足咁多

爪」的莫教授，現時除在中大執教
鞭及於公立醫院當醫生外，亦從事
科研工作並屢獲國際殊榮，他更是
首位獲歐洲腫瘤學會（ESMO）頒
發「終身成就獎」的華人。對於豐
碩成就，莫教授謙稱：「我只係同
一般想為社會付出貢獻嘅人一樣，
盡自己少少嘅能力貢獻社會。」

誤入「杏林」因愛冒險
50多歲的莫教授，年少時入讀寄

宿學校，後來到加拿大讀醫科。或
許是這些經歷，培養出他「事不怕
難」的性格。莫教授笑說：「我個
人不安本分，夠膽做好多有挑戰性
嘅事。」他指，年輕時未想過當醫
生，反而想做海洋生物學家，惟當
時加拿大讀書的地方沒有海洋，加
上外地生難入讀醫學院，他就抱着
挑戰的心態考進醫學院，從此成為
「杏林中人」。

雖然成功讀醫，但不代表從此一
帆風順。莫教授指課程規定要實
習，惟移民局要他受聘才發出工作
簽證；另一邊廂醫院又要求他領有
工作簽證才獲聘，這令他陷入進退
兩難局面。幸院長獲悉後，提議他
直接做專科訓練。莫教授說：「但
當時外科又收晒人，我最後入咗內
科，讀讀吓鍾意咗，甚至之後選擇
專攻腫瘤科。」
行醫多年，莫教授堅持一個原

則：「做個樂觀的醫生，才能給予
病人快樂。」這份信念，源於求學
時的一位教授。莫教授憶說，當年
仍是醫科生的他遇到1名患上末期
癌症的30多歲病人，由於同是中國
人，加上對方年紀輕，令他莫名難
受。在情緒低落的瞬間，這位教授
就對他說：「一個唔開心嘅醫生，
冇可能令病人開心；只有做個開心
嘅醫生，先可以令你嘅病人快
樂。」時至今日，莫教授仍將此話
銘記於心。

與死同行 擁抱人生
儘管工作令莫教授時刻面對死

亡，但原來他在兒時已思索生死。
「我嗰陣成日諗，生存幾時開始變
成死亡？個transition（轉變）喺邊
個位？」莫教授指，多數人都不願
想到死亡，惟他們忽視了死亡其實
就在身邊。「好多人唔想諗死亡，
但死亡無時無刻都同一個生存緊嘅
人共存。」他認為，逃避死亡不能
解決問題，反而思考生死意義，才
能擁抱人生。「我嘅人生觀就係：
『我明天就要死』。」莫說，這個
信念令他珍惜擁有的一切。
也許知道人生匆匆，莫教授非常

珍惜每一天，亦善用時間做科研工
作，希望能幫助別人。獎項對於莫
教授來說，雖是獎勵，但他不會因
此而影響將來的科研、教學，甚至
看診。想必在未來日子裡，他會繼
續善用那「不安本分」的因子，造
福社會大眾。

提起肺癌，相信不少人會聯想到國際肺癌權威、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腫瘤學

系系主任莫樹錦教授。也許是他體內「愛冒險」的基因作祟，令他在科研路上

屢創佳績，並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行醫多年，見盡生死的他對生死議題另有

看法：「其實生死係一個共同進行嘅雙線過程，死亡同生存係共存。」面對患重症的病

人，莫教授一直抱樂觀心態，全因他堅信「開心的醫生才能給予病人快樂」這個道理。

■圖 / 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盼夥內地做科研 回流因「不安分」
莫樹錦常言自己是「不安本分」

的人，但多虧這個性格，香港的病
人才有機會被他救治。莫教授本在
加拿大行醫，惟在1995年聖誕節回
港探親時，碰巧中大醫學院腫瘤學
系有空缺，時任的腫瘤學系系主任
莊立信教授（Prof. Philip John-
son）就邀請莫教授加入。幾經權
衡下，莫教授決定回流。

「返嚟主要有兩個原因：一係臨
近九七回歸，我想把握良機試吓同
內地合作做科研；另一個原因就係
『已知』同『未知』嘅吸引！」他
解釋，回港有好多未知之數，但留
在多倫多卻已知道10年後的走向。
基於「不安分」的性格，他再接受
挑戰。
莫教授雖「大無畏」，但亦有感

性一面。被問到經歷過的感人故
事，他指多不勝數。「記得有個着
中式裙褂嘅女士同佢先生一齊走入
病房，話要喺爸爸面前結婚，斟茶
畀佢。」莫教授指，那一刻看到了
人性一面。
作為醫生，除救治病人外，亦要

勸誡病人過健康生活，惟他認為，
要健康飲食，關鍵不在於食物本
身，而在於進食的分量；加上生活
各方面的平衡，才能活出健康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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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賢：漁戶誤解養魚新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漁

護署擬收緊海魚養殖標準，包括要
求漁排的七成海域作養魚用途；每
平方米產魚量不少於10公斤等。30
餘名海魚養殖區的漁民及休閒垂釣
場主，昨日在反對派議員號召下，
到政府總部示威，指出本地養殖魚
受境外廉價海鮮打擊而滯銷，不少
漁排難達新標準，促請政府全面撤
回新標準。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
賢表示，示威者對新標準有誤解，
強調即使未符該標準，亦未必會被
取消漁排牌照。
示威者羅廣財是大埔鹽田的資深

養魚戶，他批評：「漁護署經常要
我們去養，但未有管制海外非法捕
魚活動，我們無法公平競爭，養到
魚又賣唔出，漁民如何生存？」同
是養魚戶的張泉坦言漁民放大養魚
規模只會蝕得愈多：「漁護署根本
沒辦法幫我銷售，我個漁排仲有好
多魚，但家都仲未賣得出魚。」
年輕漁民蘇志紅表示，署方過去

3年的紅潮預警累計超過 200 多
次，有毒和無毒的紅潮平均一星期
爆發一次，而且外來魚進口佔市場
逾九成，市場排斥本地漁獲，漁民
又如何做到七成海域用來養魚的標

準？在榕樹凹經營休閒垂釣的梁國
柱指，漁排投資巨大才轉型為休閒
垂釣場，一旦被取消漁排牌照就血
本無歸。
何俊賢表示，受到境外大批廉價海
鮮的強力競爭，加上水質污染、本港
漁排的確生存困難，不少人只好轉型
為休閒旅遊用途。政府新標準本意良
好，希望加強本港海產養殖業，實際
上對於逾20%真正養魚出售的漁排來
說，這個標準不高，他們漁排的每平
方產魚量高達50公斤。
何俊賢說，政府要增加本港養殖

業，應該實施補貼制度，搞好海水
水質，為受紅潮影響漁民提供補
助。有足夠利潤，那麼真正養魚的
漁排才會愈來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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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聖手信奉「我明天就要死」珍惜每一天用樂觀感染身邊人

■■莫樹錦認為開心的醫生才能給予病人快樂莫樹錦認為開心的醫生才能給予病人快樂。。

■莫樹錦的辦公室內放滿多年來所得的獎項。

■莫樹錦的
病人留言感
謝。


